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匣母字
_

L古一分为二试析
’

邵 荣 芬

中古匣
、

云两母 当合而为一
,

音韵学 界

的看法比较一致
。

上古两母的关系如何
,

则

意见颇为分歧
。

到目前为止
,

提 出的不 同看

法大致有下列几种
:

1
.

匣母 并于群母 读 g
` ,

云母 也 是 塞音读

g
。

此说出于高本汉 ①
。

2
.

匣
、

云两母合一
,

跟中古一样 读 oY

此说出于曾运乾
,

完成于董同蒲矛愈
。

3
.

匣母 并于群母读 g
,

云母 仍 同中 古读

$
。

此说出于周法高 ⑧
。

4
.

匣
、

云
、

群三母合而 为 一
,

读 g ( 中

古开口 ) 和 g w ( 中古合 口 )
。

此说 出于李

方桂 ④
。

5
.

匣
、

云
、

群三母合而为一
,

读 Y ,

此

说出于陈新雄 咐
。

6
.

匣母一分 为二
,

与k
,

k
`

谐声 和互读

的同群母
,

读浊塞音
,

与 x 谱声的同云 母
,

读浊擦音
。

此说丈李方桂早年的 非 正 式 说

法
,

由罗常培先生首先表出并予脚认可
。

⑥

而李先生后来则改倡 上列第 4说
。

以上各说大多都有明显的不足之处
,

时

贤已多论及
。

现参以 己见
,

总括起来大致有

四个方面
。

一是使群母 或云母 跟韵母的配合

关系受到很 人限制
,

造成结构上的不均衡
,

如 1一 3说
。

二是 出现同音而具有不同演变的

例外太多
,

如 4说
。

三是 跟 谐 声 的 情 况 不

合
。

如 2 , 4 , 5说
。

谐声匣母跟 k 类相 谐 的

极多
,

而云母 跟 k类相谐的 却 极 少 ( 详 下

文 )
。

四是不便解释现代某些方言匣母字读

k类音的现象
。

如 2 , 5两说
。

只有第6说可以避免以上诸缺 点
。

所 以

70 年代后期以来提倡此说的人又 逐 渐 多 起

来 ⑦
。

所可惜的都差不多只是原则上支持这

一说法
,

业没有对之作多少进一步的具体研

究
。

对诸如究竞如何根据谐声给匣母字具体

分类
,

匣母字能否清楚地分为两类
,

分为两类

后与文献和方言资料是否相合等 问题
,

不仅

没有很好的解决
,

甚至有的也没有提 出来
。

因此这一学说还不能说 已被建立起来
,

还须

要加以补充和完善
。

木文的目的就是想对上

述几个具体问题作一个初步的探讨
,

以便为

完善和确立这一学说尽一 匀
.

微力
。

现在就来根据谐声给匣母字试作分类
。

既然谐声字是研究上古音的主要依据
,

分类

的成败无疑是具有决定意义的
。

为了简便
,

所分匣母字暂以 《 说文 》 收录的为限
。

分类的原则原说已经提了出来
,

但既不

够完备
,

也不够妥当
。

不够完备 的地方有两

点
。

一异只说乌 k
,

k
`

谐的归群母
,

而 没 有

说与 g谐的归何母
。

二是只说与 k
,

k
`

谐的或

与 x 谐的归何母
,

而没有说不与 k
,

k
`

谐
,

也

不与 x i皆的归何母
。

不够妥当 的地方也 有两

, 此文 曾在 19 9 0年 c 月香港浸会学院举办的中国声韵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过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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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二
一

匣 妇 戮 (擎 )
_

摄繁番署

冬部
1

东丫 匣 :1涤

江二 匣
:1条才争涤

`

年
”

多谐 k类
。

支部

佳二开 匣
;

详奚刀奚 2解懈少解只解

匣
:

计象

齐四开 匣
:1奚东奚腿女奚少奥解 3言男票保

(簧 )

匣
: l兮 2誓3 盼

佳二合 匣
,

3余圭

齐四合 匣
工

l畦赴薯
2鸽解肖卿曲 }禽系篱摧些焉金肖

`

圭
”

属 k类
。 “

系
”

或 体
“

玺
”

从 k

类
“

敷
”

声
。 “

奚
”

多潜本母
,

亦谐 k 类
。

`

兮
’ “

识
”

( 以豉切 ) 均不谐 k类
。

娘 丹

“

周
”

( 女滑切
, “

篙
”

从此 ) 般 不谐 k

类
,

唯 k类 勺竟
”

有或 体 气焦
”

为 例 外
。

叮奥
’

大徐
`

户皆切
”

人 皆 韵
, 《 广 韵 》

“

户佳切
”

属佳韵
,

今从 《 广韵 》
。

锡部

麦二开 匣
1

瓢邪福

荡四开 匣
:

碳

麦二合 匣
、
叠 grJJ 瞎

`

敷
”

( 以灼切 )
、 “

高
”

( 郎击 切 )

均或谐 k类
。 “

残
”

为会意字
,

不谐 k 牛
、

“

董
”

为会意兼指事
,

只谐木母
。

耕部

耕二开 匣
、 l茎

匣
:

2幸

青四开 匣
,

l刑刑形钎多璧哩蟠帅笙3胆

匣
:

l刑邢型姗 2夕幸系幸

青四合 匣
:

2迥洞

匣
: 1荧荣赞替

`

里
” 、 “

歼
’ 、 “

同
”

均 属 k 类
。

“

荧
”

多 i皆本丹及云母
,

谐 k 类
“

麟
”

心去颖

切 )
、 “

肇
”

( 渠营切 ) 为例外
。 “

幸
”

为会

意字
,

只谐本母
。 “

井
”

不谐 k 类
。 “

耕
”

大徐本谓从
`

井
”

声
。

段本作
“

从来井
,

古

者井 田
,

故从井
” 。

今从段本定为会意字
。

宵部

豪一 匣
,

l戛 ( 豪 ) 2搞稿镐

匣
:

l鄂唬 2颖颧 3貌艘墟

肴二
`

匣
: l又肴毅淆费妓校 2 佼 3效

宵三 云 1鸦
“

岛
” 、 “

交
”

均属 k类
。 “

艾
”

多谐 k

类
。 `

号
,.

多谐本 母 及 云 母
,

不 谐 k 类
。

“

歉
”

会意字
,

不谐 k类
。

药部

沃一 匣
,

崔唯烛

铎一 匣
,

鹤璀

觉二 匣
:

胃

锡四开 匣
,

整
“ `

窿
”

亦谐 k类
。

鱼部

耕二合 匣
:

l嵘

庚三合 云 1荣 3餐

模 匣
,

l胡豁溯瑚握湖狐弧姻

2砧 }咕居
`

沽楷户雇息 3瓤

匣
,

1乎壶 2节鄂要 3笠 ( 互 )

板婴镬 焦姜

麻二开 匣
,

1瑕暇痕暇暇服锻 3暇

匣
: 1灸 2下夏

麻 二合 匣
,

1请 2继蔽

匣
, l苹菜 3攀擂

虞共 云 1舍零言菩王于芋革于竿盂 2宇

禹于禹寓橘邸骊
“

古
” 、 “

固
” 、 “

段
” 、 “

瓜
`

均属

k类
。 “

雇
”

谐 k类
。 “

于
”

多谐本 母 及 匣

母
,

谐 k 类
`

夸
”

〔苦 瓜 切 ) 为 例 外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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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
禹
”

名谐本母
,

谐 k类
`

藕
”

( 区禹 切 )
、

`

龋
”

( 区主切 ) 为例外
。 “

乎
” 、 “

壶
” 、

“

下
, ’ 、 “

夏
” 、 “

茉
” 、 “

笠
”

( 互 ) 都 不

是谐声字
,

也都不 谐 k 类
。 “

要
”

从 影 母
`

汗
”

声
, “

摹
” 、 “

举
”

从 晓 母
“

孝
”

声
。 “

蕉
”

为会意字
。 “

乙貌切
” ,

属影母
,

`

灸
”

为象形字
,

均不谐 k类
。

锌部

铎 一开 匣
,

涸步各潞

铎一合 匣
,

攫澄镬

陌二合 匣
:

镬

粟三合 云 矍樱
“

各
”

属 k类
。 “

镬
”

不 谐 k 类
。 “

攫
”

从 k类
“

矍
,

( 九缚切 ) 声为例外
。

阳部

唐 一开 匣 , 1远肮 2放沉

庚二开 匣
:

l行折腑衡淆 2杏菩 ( 若 )

唐
一

合 匣
,

1黄璞簧演蛾生异 (茎 ) 2

晃被

匣
: l笙皇徨嗅草不皇大皇徨蝗

多皇陛

庚二合 匣
,

1横 2楷

阳三合 云 1王 2往 3唯廷
“

亢
” 、 “

更
” 、 `

光
” 、 “

魔
”

“

可
”

(
“

杏
”

从此省声 ) 均属 k 类
。 `

苦
”

有或体
“

若
” ,

从
“

行
”

声
,

故
“

行
”

亦属

k类
。 “

黄
”

多谐匣母
,

又 谐 k 类
。 `

坐
”

谐 k类
“

枉
”

( 巨王切 )
、 “

狸
”

( 巨 王

切 )
、 “

医
”

( 去王切 ) 等字
,

当归匣
: ,

从
“

坐
”

声之
`

里
”

当然也归匣
: 。 “

皇
”

谐

云 母
“

往
” , “

馨
,

有 或 体
“

草
”

从 匣
:

“

皇
”

声均为例外
。

侯部

体
“

星
”

从
“

后
”

声
,

故亦归匣
, 。

屋部

屋一 匣
;

般毅解

觉二 匣
,

确
“

角
”

属 k类
。

东部

表一 匣
:

1〕工江戏 半到工红虹 鸿 供洪

江二 匣
: 1缸 2项垢 3赞 ( 巷 ) 鲍两

`

工
” 、

·

“

江
” 、 “

共
”

均属 k类
。

微部

灰一合 匣
, 1槐 2蛇瘫 3韶殖溃臀精愤

匣 : l回涸

皆二合 匣 : 1裹馥李裹衷 3竣

匣
: 1淮 2鹰

“

鬼
” 、 “

贵
”

均属 k类
。

定 母
“

录
”

亦 谐

k类
。 “

回
”

为 象 形 字
, “

淮
”

从 章 母
“

佳
”

声
,

均只谐本母
。

物部

没一开 匣
:

娥抢枪

没一合 匣 ,
猾馗

匣 :
捆

黯二合 匣
:

滑琶骨
“

乞
” 、 “

骨
”

均属 k类
。 “

国
”

只谐

本母
。

文部

侯一 匣
;

“

毅
”

属 k类
。

“

后
”

均多谐本母
,

1侯喉羽侯食侯侯区猴喉猴岁占

廊旱厚 ( 里 ) 毅俊 3候
“

援
”

只谐 k类
。 “

侯
’ 、

亦谐 k 类
。 “

厚
”

有或

痕 一开 匣
:

1痕革良2很言畏3恨

山二开 匣
: 2限

魂一合 匣 : l才草解浑肇蜂 2除 混梳 3 (完

匣
: 1捆魂 2奚 3国愚涵

文三合 云 l霎 ( 云 ) 澳芸圆孤考云娠
2乡云3速芽革食罩郸绳

“

灵
” 、 “

昆
” 、 “

娇
,. 、 “

军
”

均属

k类
。 “

军
”

谐云母五字为例外
。 “

完
”

多

谐本母
,

又谐 k类
。 “

云
”

多谐 本 母 及 匣

1 2 1



母
,

不谐 k类
。

脂娜

皆二开 匣
: 1谐翻 嘴

齐四开 匣
,

1郎

齐四合 匣
:

3惠翰穗德
“

皆
”

属 k类
。 “

白
”

亦谐 k类
。

质部

黯二开 匣
:

黯

屑四开 匣
,

颇撷 ( 撷 )

!更
:

页

黯二合 匣
:

趁

屑四合 匣 : 穴绘
“

吉
”

属 k类
。 “

页
”

为象形 字
,

不谐

k类
。 “

穴
”

从帮母
“

八
”

声
,

只谐木母
。

泰一合 匣
1 3会绘

夫二合 匣
:

话

祭三合 云 3梦馨

齐 四合 匣
: 3慧

` 4

丰
” 、 “

介
” 、

“

舌
”

( 昏 ) 均属 k类
。 “

会
“

潇
”

(
“

聋
”

从此省声 )

邪母字
,

均不谐 k类
。

霞
” 、 “

契
介 、

”

亦 多谐 k 类
。

心母字
, “

彗
”

月部

真部

易 一开 匣
,

易马鸟褐蝎

匣
:

蠢

瞎二开 匣
1

爵辖

匣
:

乘降

末一合 匣
:

不全万页

从 k类字得声之
“

易
” 、 “

害
”

有时 又

谐k类
。 “

盛
” 、 “

辖
”

二字 大 徐
“

胡 八

切
” ,

入黯韵
,

今从《广韵》
“

胡辖 切
” ,

归 络

韵
。

元部

寒一开 匣
, 1寒韩邢 2旱马旱捍

’

戊环 3翰

翰帷蒸黔汗阴少干悍致洱

2丁周

生暇赐
寸

商
’

州仆嗯峭 3免

l {习

竺几昆脱蛆士见口见

1
`

危笼睽 烷 宝 3 换 徐 姚

仁矛艺)三宣

1花 疽丸艾全玩加污
一

亘犯查桓

漱礴 3簸 乙缓 ) 状

1暇遗 2院盯 ( 院 ) 援 3撰

授 豢患 ( 阴 )

1援戌焉 3宦

3幻

1圆疽恒垣爱
1

1互援 汽圃辕

2是贞速 3王爱媛况

l县 2赚

匣匣匣匣匣匣删二少干

山厂 开

月八lJ

山二开 匣
,

2晋

先四开 匣
, 1置

匣
:

l月玄炫弦邀技峨娥哥 2炫

谆三合 云 1药

先四合 匣 、 3旬

匣
: 1玄 2炫法数瞥 3眩衍 (街 )

“

公
”

属 k类
。 “

匀
”

为以丹 ( 喻 四 )

字 (
“

旬
”

从
“

匀
”

省声 )亦谐 k 类
。

k 类
“

均气皆

云母
“

药
”

为例外
。 “

蟹
” 、 “

衍
” 、 “

马
”

均

为会意字
,

不谐 k类
。 “

玄
” 、 “

弦
”

均 只

谐本母
。 “

牵
”

少丈徐 《 说 文 )) 云
: “

引 前

也
,

从牛
,

卑引牛 匕摩 也
、

玄 声
。 ”

似 乎
“

玄
”

亦谐 k类
。

其实
“

高
”

象引牛之娩 具
,

业非从
“

玄
”

声
、

徐楷认 为
“

革
”

是 指 事

字
,

甚是
;

先 111
一

!

杯

删一 合 匣

全2匣匣一ù
祭部

匣匣匣匣泰一开

皆二开

齐四开

3条害妍

3邃

3褂断洲娅

3顺

山二合

仙三合

先四合 匣
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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匣
: 2阳

“

献
’ 、 “

干
” 、 “

简
” 、 “

见
“ 、

“

官
” 、 “

蓑
” 、 `

弄
”

均属 k类
。 “

寒
”

几

乎全谐 k类
。 “

完
” 、 “

旱
” 、 `

叩
”

( 况

袁切
, “

患
”

从此声 ) 亦谐 k类
。 “

丸
”

只

谐 本 母
。 “

亘
” 、 “

默
” 、 “

原
” 、

“

阴
” 、 “

爱
” 、 `

幻
” 、 “

宦
” 、 “

需
”

均

不谐k类
。

云母
“

圆
” 、 “

院
”

从 k类字得声
.

“

袁
”

谐 k类
“

提
”

均为例外
。

县字不谐 k类
。

不过
“

州县
”

的 产县
”

有 k类或体
。

《 款梁
·

隐 元 年攀
`

衰内诸

侯
” ,

《 经典释文 》
.

云
:

「 ,

“

寰
、

音 县
、

,
.

古 县

字
’ 。

颜师古《匡谬正俗》卷八熟
“

宇县
、

“

今
”

属 k类
。

类
. `

马
’

有谐本母
。

咸
`

舀
”

亦 谐 k

“

函
”

有俗体
“

月今

从 k类
“

今
”

声为例外
。

集部

州县 ,

注云
:

字本作
`

寰
, ” , 《广韵 》 霞韵

“

县
”

字

盏一 匣
,

盎磕盒区阖

洽二 匣
:

押匣
、

押只 匣 ;
厌陕

菜
,三 云 营盎

帖四
’

匣 ,
侠挟扶

匣 :
窈锡舞锡

“

甲
” 、 “

夹
”

均属 k类
。

k类
。

云母
“

富盎
”

从 k类
“

蛊
”

“

荡
` 不谐 k类

。 “

灰
”

大徐

郡县也… ,’’ 古作寰
” 。

都采用 《 释 押韵 》
“ 乙

侯夹切
” ,

“

盏
”

亦谐

声为 例 外
。

“

胡甲 切
”

入

入 洽 韵
,

今
文 》 的说法

归人憧
: 。

县
”

有 k类或 体
“

寰
” ,

故 从 《广韵 》
“

调
”

大 徐
“

下 简 切
” ,

韵
,

要广 韵 》 “

下 叔 切
”

入 潜 韵
,

哎广韵 分
。

入 产

今从

歌部

歌一开 匣
1

1河苛何荷 3贺

戈一合 匣
1

2祸错

匣
3 1禾和解孟

麻二 合 匣
,

2课棵介果坎

支三合 云 」为 2芬匆助
“

可
” 、 _“

)J11
” 、 “

昌
” 、 “

果
” 、

“

戈
”

均 属 k 类
。 “

为
”
字片 k 类

“

l为
”

“

为仁
”

、 “

妨
”

为例外
。

缉部

之蕊 _
_

曰

洽二
“
厂

卜

「 l

咸二

匣
,

合造韶都匀

匣
,

矜洽才合
”

谐本母
,

又谐 k类
。

侵部

匣
:

1含啥触 版 2领领掐虫昌咸真

岁咸3珍

匣
:

1马函 ( 且少)颐凑蓄 2茵来

匣 : 1咸察麟

谈部

谈
一

匣
: 1邯酣 3橄

咸二 匣 : 2嫌 3诌片昌陷食自

衔二 匣
: l赚衔 2槛

添四 匣
, 1嫌嫌

“ 一

甘
” 、 “

敢
,, 、 “

兼
” 、 “

监
”

均属

k类
。 “

衔
”

《 说文 》 云 : “

禹勒中也
,

从

全从行
,

衔行焉者也
。 ”

是会意字
。

严可均

熨说文声类 》
、

朱骏声 《 说文通训定声 》 均

谓
“

金亦声
” ,

今从之
。 “

槛
”

大 徐
“

胡黯

切
” ,

入嫌韵
,

《 广
一

韵 》
“

胡 黔 切
”

入槛

韵
,

今从 《 广韵 》
。

根据以上分析的结果
,

匣
:

和云母字跟 k

类字仍有相谐关不的只有 27 例
,

从谐声的总

情况看
,

同部位的声母之间存在这一点互谐

业没有什么不正常之处
。

由此可见
,

匣母字

根据谐声一分为二确实是可行的
。

实际
.

上舌根塞音和喉擦音的互谐情况也

显示匣母里含有读塞音的字
。

请看下面的谐

声统计表 ⑧ :

1 2 3



.

见
`

谬
,

群
`

一

晓 匣 云

见 5 2 1 15 7
、

1 2 8 5 1 2 5 5 1 4

溪 9 8 2 2 2 4 4 5 3

群 价 12 16 1

晓 1 07 29 30

匣 王8 0 2 0

云 1 28

塞音见
、

溪
、

群彼此互谐共达 3 5了次
,

而 擦

音晓
、

云与见
、

溪
、

群彼此互谐才分别为 87

次和 18 次
,

两者相去甚 为悬殊
。

这充分显示
_

了 塞声 与擦音的差别
。

但是匣母 与塞音诸母

的互谐情况却恰恰相 反
。

匣母与晓
、

云彼此

互谐才有 49 次
,

而与见
、

溪群互谐 竟 达 3 16
.

次
,

后者 比前者多出了五倍
。

这是 匣母与塞

音关系比较密切 的证据
。

如果匣母字全都疾

擦音
,

就不 大可能 出现这种现象
。

至于晓母

与云 母相谐不及与见母相谐的多
,

那是 因为

云母 字特另!1少的原 故
,

亚不能构成塞音与擦

音在谐声中大致有区别的 泛证
。

由此可 见
,

根据谐声不论 是把匣母字 l’; 作分析地全部 井

入云母
,

或 泉把匣
、

云
、

群三母统统合并起

来
,

都是不恰 当的
。

摆在我们向 前的办法只

有两个
:

要么把匣母 归群
,

要么把匣母一分

为二
,

一归群
,

一归 云
。

前文 巳经说过
,

二

分法可以避免云母在声韵配合上的局限性
,

所以应该把它看作最佳方案
。

《 说文 》 匣母字不包括或体 共 4 9 。字
。

一分为二之后
,

匣
, 3 54 字

,

匣
2 1 45 字

。

匣
2

字数虽然较少
,

但分布还比较 音遍
。

不仅一

二四等都有匣 : 字
,

而且
_

在三十一部的 十 二

组中
,

除幽
、

侯二组外
,

其余各组都 有 匣
2

字
。

值得注意的是
,

幽
、

侯二组 不 仅 没 有

匣
:

字
,

同时也没有云母字
。

这说明它 们 本

来就没有 Y声母字
。

g声母在
一

二四等前在没有 前颖介音 的

情况下变为擦音$ ,

而在前颖 介音前保留 不

变
,

这就形 成了中古的格局
。

g变 Y与颖化 龙

关
,

而且见系字的颖化又是中古以后的事
,

因而这一变化在没有前颖 介音的条件下发生

也就不足为奇了
。

现代广 州话来源于溪母 的

k
`

多数变为擦音 h
,

如
“

巧
”

谈
’

h a u , “

谦
”

读
`

h i m等等 ⑨ ,

就是舌根塞音向擦音演变的实

例
。

至于 g变擦音而其它浊塞音如 b
,

d 等 不

变擦音
,

不相 致
,

也算不上什 么缺 汽
,

更

不是不可能的
。

广少}{话 k
`

变h
,

但与 k
`

同来

源于送气清音的 t
`

( 透母 ) 却 没 有 变
, p

`

( 傍母 ) 除 一部分三等字变 f 以外
,

其 余 的

也没有变
。

由此可见
,

发音方法相同
,

发音

部位不同的声母发生不同的演变不仅 乳可能

的
,

而月 也不 乙仅见的
。

若千年来
,

人们从方言中陆续发现一些

匣 母字读 k类声母的例子
,

认为它们显 示 了

匣母有 g来源的浅索 L
。

由于这类例子 不 止
一

个两个
,

又分布于闽语和吴语 两 大 方 言

区
,

出于偶然歧读的可能
J

性较小
,

把它们看

作古音的遗迹 是有一定道理的
。

现以闽语厦

门话和吴语温州话为例
,

把这类匣 母字 及其

读音列举于下
。

厦 门 敷 ( 糊 )
`

k 。
,

沽 k 。 ’

绘 k u e ’

猴
`

k a u 厚 k a u `

怀
`

k u i 滑

手丹k u t
。

含
`

k a m 衔
`

k 且 毓
`

k i a m 寒
`

k 位巨 汗 k 口五
’

县

(
:悬 )

`

k 云毓 县
`

k o毓 行 ~ 为

k i 五 月圣 k i 习
’

温州 溃 ~ 脓 g a i
’

厚
`

g a u 怀衔 ~ 冤

`

g a 馅陷 g a `

这里主要根据北 L、 中 丈系的 《 方言字汇》
,

厦

门话从罗常培先生 《 厦门音系 》 补尸、
“

糊
、

估
、

滑
、

腥
”

四字L
。

为 一 致起 见
,

它们的

音标则改从 《 字 丫[ 》
。

《 字汇 》 阳 调误作阴

调的
,

如
“

猴
、

寒
”

等
,

也据 罗 书 改 正
。

《字汇 》
“

环
”

罗书 墟芡
、

寰
”

都作
`

k
` u a n ,

不符合厦门话群母读 k的主流
,

故 未列 入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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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字汇 》
“

貌
” 一 码 作 k。 ’ ,

罗 书
`

下
”
山 -

作 k e ’ ,

也都符合来源于群母 的条 件
,

不 过

前者只 有厦门一处有 此读
,

罗书又作 h 。
’ ,

不

作 k o’ ,

后者 《 字汇 》 又作 e ’

不作 ke
’ ,

彼此互

不一致
,

或有误记
,

所以也没有列入
。

把上列的这些例 子跟前面我们据谐声对

匣母字所作的分类对照一下
,

不难看出
,

两

者之间业没有什 么不一致的地方
,

这些字我

们前面都归入了匣
;类

,

没有例外
。

这 一 方

面说明我们据谐声字所作的分类是基本正确

的
,

另分方面也反过来说明这些字的塞音读

法确是古音的遗迹
,

彼此可以起到互相印证

的作用
。

;

当然
,

业不是所有归入匣
1的字这 两 个

方言都读 k类声母
,

读 k类声母的只 是 一 小

部分
,

大多数字也和其它方言一样都读擦音

声母
。

显然这少数的 k类声母只能被看作 是

音变的残 留现象
。

从读 k类声母 的基本 上都

是 白话音
,

差不多都有
一

与之相对的读 h类 声

母的文言音来看
,

它们大概 是在文言音的不

断扩展中仅有的未被取代的部 分
。

既 然 如

此
,

我们虽然可 以根据这两个方言匣母字的

k类读法推证它们有 g来源
,

但却不可 以认 为

这两个方言读擦音的匣母字上古声母也都异

擦音
。

比如
“

糊
”

与
“

湖
”

《 切 韵 》 同音 ,

它们的声母厦 门话 一读 k
,

一读 h
。

既然 k 是

h l可 k扩展所未及的部分
,

故与已及的
“

湖
”

不相 一致
。

我们可以根据
“

糊
”

的 k
,

推 证

其来源于 g
,

但决不可 以根据
“

湖
”

的 h
,

推

证其 来源 于 Y ,

这正 象北京 话
“

行 为 ~
”

与
“

衡
”

不 同声母
,

一读 9 , 一读 x ,

我们决不

能据以推 证两字声母上古有不 同米源 一样
。

匣母上古一分为二除了现代方言的印证

以外
,

文献上也可 以找到一 占印证
,

这就是

佛经里的梵文译 名
。

大家知道
,

佛经翻译始于东 汉 桓 帝 之

时
,

约 当二世纪五十年代
。

这时上古音虽然

已开始以较快速度向中古音演变
。

但上古音

的特点仍然有不少保 留
。

所以这一时期的译

音材料对考求上古音的声母情况无疑是很有

价 值的
。

东汉时期
,

匣母字大致用来对译梵文的

下列几个辅音
,

即
:

g
,

h
, v , p ,

b h
。

在

柯蔚南 《 东汉音注手册 》 所收集的梵汉对音

材料里可以找到很多这方面的例子 L
。

比如

巨g a m a译作
“

阿含
” ,

以
“

含
”

译 g ( 安 世
、

高 )
, ;

g a

如
a 译作

“

恒河
” ,

以
“

恒
”

译 g
,

:血 a h or
a g 。译作

“

摩眠勒
” ,

以
“

眼
”

译 h,

s a t t v a
译作

“

萨和
” ,

以
“

和
”

译 v
,

g a u t a -

m aP at i译作
“

俱言覃滑 提
” ,

以
“

滑
”

译

p
, 巨b h豆s v a ar t云u译作

“

阿会亘修
” ,

以
“

会
”

译 b h 〔以上支截 )
, 等等

。

表面看来
,

匣母

所对译的梵音似乎很复杂
,

但实际上 只 有 g

和 Y两项
。

对译 h
,

是因 为h在两元音之间 变

浊之故 ; 对译 v 的都是合口 字
,

是 因为 东 汉

时期汉语里还没有 v , Y w 读起来与 v 比 较 接

近之故 , 对译 p ,
bh是因为 p ,

b h也 都变 读

为
v 之 故

。

柯氏据此认为东汉时期在译 经人

的语言里匣母字有两种读法
,

即 g和 Y
。

这意

见大致是正确的
,

只不过他接受李方桂先生

上古匣母读 g的说法
,

认 为这时的$ 全都是从

}: 古的 g演变而来
,

跟我们的看法 不 一 致 罢

了
。

这里我们还可 以补充两点理由
。

第一
,

有时不用现成的匣母字译 v ,

而另造 新 字
。

比如支徽把 e a k r a v 巨l a译作
“

遮翅 愁
” ,

把

g a n d h 巨r v a 译作
“

键沓想
” ,

把 u p压y k a u台a -

l y a 译作
“

沤想 构舍罗
” ,

都 不 用 现 成 的
“

和
”

字而用新造的
“

想
”

字来译 v
。

这充分

说明用匣母字译 v 是不得已的办 法
,

业不是

两者读音完全相同
。

因此假定对译 v 的 匣 母

字读 Y ,

是完全说得过去的
。

第 二
,

云母字

所对译的梵文和匣母字差不多完全相同
,

可

是就是不用来对译梵文的 g
。

作为$ 的云母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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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来译g
,

说明用匣母译 g既不是因为g与 Y发 支谦用
“

金含
” ,

不用
“

含
“ ,

说明他业不是

音部位相近
,

偶然误译
,

也不是因为 g 在 两 因袭 旧译 ; 换译而仍用匣
;

字
,

说明这些匣 :

个元音之间变下所致
, 一

而是实际读音 相 同之 字的声母仍然是 g
,

至少
“

给
”

字是 如 此
。

故
。 L ’

自晋 以下
,

梵文字母 对 音 大 都 用 群 母 的

在炯氏所收
一

集的译名材料里
,

匣
:

和匣
: “

伽
”

字对译 g或 h9
,

未见用匣母字的
,

只 有

的对音情况如下
:

梁代的僧伽婆罗译 《 文殊师利 问 经
·

文 字

匣
1
译g , 含恒 品 》 的时候 ,

用
“

恒
”

对 g a 是例外 ⑧
。

这说

译丫
:

会眠活滑 明自三世纪中期开始匣 ,字大概基本上 都 已

匣 : 译Y
:

桓值亘和想 变成了 Y
.

在这以后出现于翻译经文里的
“

恒

匣 ,
译 Y

,

不译 g
,

跟我们的分类一致
,

可以 互 伽
” 、 “

阿含
”

等译名就大都只能看作是因

相印证 ` 匣
,

译 g又译$ ,

而且译 $的还多于译 袭的结果了
。

只到唐代玄类改译
“

恒河
”

为

g的 , 不仅跟我们匣
: 的归类不一致

,

而且 也
“

兢伽
” ,

玄应改译
“

阿含
”

为
“

阿伽摩
”

或

跟现代方言
“

滑
”

读 k类声母相如龋
。

因 此
“

阿岌摩
” ,

业批评 旧译讹误时 ⑥ ,

才首次

这只 能解释为东汉时期匣
, 中的多数 字 已 经 明确揭示出几个世纪以前就已大致完成了的

由 g演变成丫的结果
。

匣
:

字 由 g变 Y的陈旧事实
。

匣
:

字的塞音读法到三国时 期 的译名 里

仍然保持未变
,

请看下面支谦的译例 @ :

从 以上的分析和论证看
,

匣母上古一分

ga 如时at at 恒伽达 《 撰集百缘经 》 为二应该说是可行的
。

不过 由于方言和文献

卷 1 0 ( 4 ,
2 54 页上 ) 所能印证的字不是很多

,

而谐声的根据又具

g a力g a 恒加 同上 ( 4 ,
3 54 页上 ) 有一定的弹性

,

上文对匣母字的分类虽然大

a n
匆巨m in 阿那幼 《 佛说蒸沙王五 致不差

,

但业不能说已经达到了完美无误的

愿经 》 ( 14 , 7 80 页上 ) 程度
,

个别字的归类不妥当是完全可能的
。

s

ak r d匆豆m in 斯陀始 同上 ( 1 4 ,
`

这就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来解决了
。

7 5 2页上 )

①见 B
.

K
a r l g r e n “

A o a l夕 t i e D i e t i o n a r 夕 o
f C h `。 e s e a n d S i n o 一 J a P a , “ ` e 。

p Zo一 2 2 ,
P a r 15 , 2 9 2 3 `

②见曾运乾 《 喻母古读考 》 ,

东北大学季刊
,

2期
,

57 一 78 页
,

1 9 2 7年 , 董 同解 《 上 古

音韵表稿 》 , 《 史语所集刊 》 ,

18 本
, 1 9 4 8年

。

③见周 法高 之论上古音 》 ,

《 香港中文 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 》 ,

二卷 一期
,

10 9一

17 8页
, 19尽9 ; 《 论上古音和切韵 音 》 ,

《 香港 中文大学中国 文化研究 所 学 报 》 ,

三 卷 二

期
, 3 2 1一 4 5 7页

, 2 9 7 0年
。

④见李方桂 《 上古音研 完 》 , 《 清华学报 》 新九卷
,

一
、

二期 合 刊
, l一 16 页

, 1 97

年
。

⑤见陈新雄 《 群母古读考 》 ,

《 锲不舍斋论学集 》 ,
61 一 10 。页

,

台湾
,

学生书局
。

⑥ 见岁常培 《 经典释文和反 本玉篇反切 中的 匣于 两红 》
, 《 史语所集刊 》 , 8 本 1 分

,

8 5一 9 0 ,
1 0 3 9年

。

⑦ 见 T 郑新
“

入r e h a i e C h i n e s e 价
g

, “
g

, , 价
$ a n d

签
$ ”

’ ,

M
o , : 。 ;、 。 n t a S e r ` c a ,

*

1 2 6
.



v。 1
.

x x xH I
,

17 1一 1 79
,

1 9 77 一 78 年 ; 《 从阂语 方言上 古音中的、
一 》

, 《 音韵学研 究通

讯 》
,

第 9期
,

8一 1 1页
,

1 9 8 6年 ,
喻世 长 《 用谐声关 系拟 刚上 古声母 系统 》 , 《 音 韵学研

究 》
,

第一样
,

25 2一 2 0 6页
, 1 9 8 4年

。

⑧据姜忠奎 《 说文声转表 》 ,
1 9 3。年 石 印本

。

错 字漏 字作 了校正
。

⑨广 州话记音据如富大学中文 系编 《 汉语方音字汇 》 ,

第二 版
,

语文 出版社
,

, 9 89 年
。

广 州话从 k
`

变来的 h
,

有少部分 又进一 步复成 T f
。

如
“

苦
”

作 f u
’

, “

科
”

作
`

f 。等等
。

L 见上 7 引丁邦新 1 9 8 6年
。

⑧科学出版社
, 10 5 6年

。

LW
.

S o u t h C o b l i n A lI a o d 6 0 0 九 o
f E a s t e r o

H
a n 5 0 “ n d G I O s s e s ,

T h e

C h 1n e s e U n i v e r s ; t y P r e s s ,
H o l一9 K o n g

,
1 9 5 3年

。

L据 日本 (( 大正新修大藏经 》 ,

括弧里数字是该 书卷页数
。

L参看罗常培 哎梵文愕音五毋的藏汉村音研 究 》 后 附之 《 四十 九根本字诸经 译 文 异 同

表 》
、

《 圆明字轮四十二 字诸经 译文异 同表 》
,

《 史语所集刊 》 , 3 本 2分
,

2 63 一 2 75 页
,

1 9 3 1年
。

.

⑥玄奖 《 大唐西域记
·

序 》
“

残伽 河
”

下注云
: “

旧 曰
`

恒河
’ ,

又 曰
’

恒伽
’ ,

讹也
。 ”

( 上海人民出版社 本
, 2 页

,
1 9 7 7年 ) 玄应 《 一切 经方 义 》

“

阿 是摩
”

下注 云
: “

亦 言
“

阿

伽摩钾 … 旧 曰
`

阿含
’ ,

讹略也
。 ”

( 日本刻本
,

卷 24
,

16 页上 )

( 上接 第帕 页 )

②形容词的突 出特点是能受程度副词修

饰而 不能带宾语
。

根据这一点
, “

胆怯
”

和

911 50 ) 的
“

关切
”

芥, } , 一 ) 的
“ ·

恼怒
”

都归人

形容词
。

一

③如果述 位 V足不 及物动 词
,

自然不 存

在跟状位V 所步及的衬象是 否相 同的问题
。

④
“

安慰
”

有时是及物动 词
,

有时是形

容词
。

形容词
“

安慰
”

有
“

欣慰
”

的 意思
,

可 以 加程度修饰
,

如
“

收到你的信
,

家中大

小都惑到 ( 十 分 ) 安慰
” 。

从所在语境看
,

例了。 ) 的
“

安慰
”

显 然是及物动 词
。
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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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


